
彝族刺绣是指尖上绽放的民族之
花，为彝族四大民间传统手工艺（漆器、
金银器制作、服饰刺绣、擀钻）之一，是我
国民族民间工艺的杰出代表。小凉山彝
族刺绣则是彝族服饰文化中的主要工
艺，特色鲜明，具有实用价值以及艺术价
值，其历史可追溯到三国以前。小凉山
彝族刺绣与原始绘画、记事符号、服饰密
不可分，其图案融合了彝族的历史、风
俗、宗教，反映出彝族的民族文化和历
史，较完整地保存了彝族的文化特征，是
彝族文化的符号载体。

“彝族刺绣是我心中最美的花。”刺
绣多年，醉心设计创新的阿赫秀枝一直
深深地被彝绣的历史与魅力所吸引，也
坚定地把自己美好的时光都奉献给彝绣
的传承与发展。

2019年 8月，中国美术学院到峨边
开展彝族刺绣采风活动。阿赫秀枝带领
彝绣能手们与美院老师共同探讨创新彝
绣产品，创作出一系列将彝绣的色彩、搭
配等与现代元素相结合的时尚作品。同
年9月，这些作品在英国伦敦“设计助力
精准扶贫”设计节上亮相，充分展示了峨
边的地域文化、风土人情和传统彝族刺
绣技艺，受到观众的好评。“没想到我们
的作品竟然可以在英国展出。”回忆起这
场在异国他乡的展出，阿赫秀枝至今还

有些难以置信。
“以往的彝绣大多以黑色作底。因

为彝族先民认为黑色是大地的象征，是
孕育各种动物和植物的母体，含有成熟、
庄重、威严、主体、主宰之意。”阿赫秀枝
告诉记者，和中国美术学院的老师在思
维碰撞后，让她在设计方向上有了新想
法——作品不必囿于“黑色为底”。

小凉山彝族刺绣最鲜明的特征之一
在于纺线技艺。从市场上买回来的线往
往并不能直接用于彝绣，还需要重新搓
捻，每名彝族绣娘同时也是纺线好手。

“是不是地道的彝绣，我们第一眼看纺
线。”

新思路带来新火花，在阿赫秀枝的
带领下，小凉山彝族刺绣的作品也逐渐
多元。从简单的花边、单一的绣片到节
日盛装、婚嫁礼服，从帽子、钱包、抱枕到
背包、摆件……小凉山彝族刺绣的身影
出现在越来越多的日常生活中。

花开小凉山，绣出新生活。小凉山
彝族刺绣，这朵盛开于大山的非遗之

“花”，正漫山遍野绽放，历久弥香。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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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求变 刺绣作品日渐多元

“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

路就会跳舞，会喝奶就会喝

酒，会拿针就会绣花。”千百

年来，彝区都流传着这么一

句俗语。彝族女子擅长刺

绣，用手中的一针一线，绣成

一幅幅美丽的“画卷”，也绣

出了新时代彝家的幸福生

活。

2009 年，小凉山彝族刺

绣被列入省级第二批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其市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阿赫

秀枝潜心研究彝绣十多年，

搜集、总结出 50 余种基本花

色和绣法，为小凉山彝族刺

绣非遗的活态传承增添亮

色。近年来，阿赫秀枝通过

指点技法、引导绣娘提升审

美和设计水平，广泛传播彝

绣文化，助力小凉山彝族刺

绣走出大山，迈向市场。

■
记
者
杨
心
梅

“这几天县妇联组织开展彝绣培训，
我正忙着给绣娘们上刺绣培训课，大家
学习热情很高。”见到阿赫秀枝时，忙碌
了一天的她刚刚从峨边彝族自治县黑竹
沟镇赶回县城办事，特别抽时间和记者
见面。她告诉记者，稍晚她还将返回镇
里，继续为50余名绣娘上课，“我们开班
名额有限，总是供不应求，大家都愿意多
学点刺绣知识。”

交谈中，记者了解到，曾经的阿赫秀
枝是一名基层公务员，但因为从小热爱
小凉山彝族刺绣，她逐渐把全部精力都
放在了小凉山彝族刺绣的研究和传承中
来。“小时候我妈妈不让我搞刺绣，”回忆
起童年趣事，阿赫秀枝很是怀念，“那个
时候大人们就有意识，觉得小孩子要读
书才有出路，不要花时间去做和学习无
关的事情。”

“那时候会彝绣的人不多，一个寨子
最多30%的人会，但我偏偏喜欢这门技
艺。”非常喜欢彝绣的阿赫秀枝并没有因
为家长的阻拦而停下手中的针线，一直
偷偷跟着身边的长辈学习刺绣技艺，逐
步掌握了各种针法和图案纹饰的含义。

“每个地方的刺绣都有其独特的风格，特
别是民族刺绣。因为各个民族的生活方
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民族文化不同，

展现出的刺绣文化也不一样。”阿赫秀枝
的坚持打动了母亲，在她 10 多岁的时
候，母亲将自己掌握的刺绣技艺教给了
女儿。

慢慢的，刺绣技艺日渐成熟的阿赫
秀枝在峨边有了名气，成为十里八乡有
名的彝绣能手。2017年，阿赫秀枝更是
成为小凉山彝族刺绣市级非遗传承人。

“我热爱彝族刺绣。成为非遗传承
人后，我觉得身上的担子更重了，我愿意
尽最大的努力把彝绣技艺传授给身边的
姐妹们。”从彝绣能手到非遗传承人，对
阿赫秀枝而言，这不仅是“称呼的转变”，
更是责任的象征。

在该县妇联的指导和帮助下，深知
要发展好小凉山彝族刺绣不能只靠自己

“单打独斗”的阿赫秀枝，一边带动身边
周围有知识、有文化的年轻人参与彝绣
的研究发展，带出新的县级非遗传承人，
一边走进乡镇村寨、高校课堂，广泛开展
彝绣技艺普及，让不少彝族女性重新“捡
起”了绣花针，灵活就业，绣出了好生活。

据了解，近年来，通过开展刺绣培
训、建立彝绣基地等，峨边先后培训妇女
上千人次，一批批刺绣巧手，专业从事手
工刺绣加工、收售的能人纷纷涌现，小凉
山彝族刺绣得到活态传承、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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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少到多 活态传承普及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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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向文秀）近日，乐山学者、作家魏奕雄
将他拥有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予、中国工程院
院士黄尚廉等7位乐山籍科技精英的档案资料捐
赠给市档案馆。

据了解，魏奕雄2002年至2004年先后采访了
中国科学院院士、核电首席专家、我国第一座核电
站（秦山核电站）总设计师兼总工程师欧阳予，中国
工程院院士、光电精密仪器专家黄尚廉，核电专家、
大亚湾核电站董事长昝云龙，生命科学家、人工合
成胰岛素主要研究成员之一陈常庆，世界著名半导
体科学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聘用的无线电专家张
瑞夫（侨居美国），地质学家、李四光地质科学奖获
得者潘龙驹，针灸专家、莫桑比克总统保健医生江
永生等科技英才，撰写他们的传记，先后在本地报
刊和《名人传记》《中华英才》等杂志刊发。2005年
10月，魏奕雄汇集出版《乐山当代俊杰》一书，这是
第一本乐山籍科技精英的传记文学集。

采访写作中，魏奕雄积累了这些科技英才提供
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包括手稿、文论、书信、印刷资
料、中国科学院院士候选人推荐表、工作照以及党
和国家领导人与他们的合影等珍贵档案资料。如
今，黄尚廉、张瑞夫已经谢世，所遗资料更为难
得。这些档案记载了乐山籍科技精英对祖国的宝
贵贡献和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为了更好地发挥
这些档案资料的社会效益，魏奕雄决定将这批珍
藏品捐赠给市档案馆永久保存。而随着这7位科
学家资料的入藏，也填补了市档案馆缺乏乐山籍
科技精英档案资料的空白。

乐山学者向市档案馆捐赠
乐山籍科技精英档案资料

今年全国两会上，多位代表委员关注到“饭圈
文化”存在的乱象，呼吁理性追星。全国人大代表
宋文新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应加大对明星经纪公
司的监管力度，对“饭圈文化”进行严厉整顿，对经
纪公司和网络群体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给予打
击，持续整顿娱乐圈风气。

“偶像崇拜”从来都有，只不过于今更甚。一个
表现是，许多粉丝投入大量时间、精力、金钱在追
星活动上，比如，乐于为偶像的文艺作品、演唱会
或代言商品等大把花钱。另一表现是，追星已从
过去的个体随机行为，转变为体系化、团队化甚至
职业化行为——形成“饭圈”。团队中粉丝分工合
作，各司其职，有的负责在偶像活动现场举海报、
呐喊，有的负责给偶像打榜刷流量，还有的负责粉
丝团的会费征收与支出……

正因“偶像崇拜”愈演愈烈，“饭圈”几乎成了“怪
圈”。线下追星乱象主要体现在一些粉丝没有界限
意识，从“黄牛”等不法渠道，购买明星的手机号、航
班、酒店等隐私信息，打着“爱偶像”的名义侵犯他人
权益。此外，一些粉丝在明星出没的机场、酒店等处
聚集，跟机跟车围堵，影响机场、酒店等的正常服务
和秩序，增加公共场合的运营管理难度和成本。

线上“饭圈”乱象，比线下有过之而无不及。粉
丝在社交平台上为自己偶像制造声势，在人气、商
业资源、“氪金”（吸引粉丝给明星代言产品支付费
用）等方面研究自家偶像优势，觉得“自己的爱豆
就是天下第一”，与其他艺人的粉丝相互倾轧。当
一些粉丝发现有损自家偶像的言论，就会像“暴力
机器”一样消除异见。所以我们常看到，网络上的

“饭圈斗争”接连不断，网络空间变得乌烟瘴气。
“饭圈”乱象的确应该受到严厉整顿。一方面，

家长、学校、青少年组织、媒体等应引导青少年理智
追星。正如北大教授张颐武所说，追星必须遵守三
条规则：不能因追星影响自己的正常生活；不能对
其他群体造成伤害，比如“饭圈”争斗，有时上升到
人身攻击，甚至触犯法律；不能制造违反公序良俗
的事端。其中，明星有责任和义务引导粉丝理智追
星，而非放任粉丝乱来，甚至触犯法律道德底线。

另一方面，要加强对艺人经纪公司和社交平台
的监管力度。“饭圈”多是明星经纪公司为套牢粉丝
组织起来的，有的公司是为宣传炒作，提升明星影
响力，或为了变现，有目的有规模地组织粉丝花钱
投票应援，出售偶像周边商品，甚至故意泄露明星
信息，吸引粉丝到机场、酒店疯狂追星。此外，还有
一些明星活跃度高的社交平台也想从“饭圈斗争”
中谋利，为了提高平台流量、话题度与曝光度，任由
各路粉丝在平台上混战，拒绝承担净化“饭圈”风气
的责任。以上这些行为都应当给予打击。

总之，“饭圈”乱象，对正在形塑世界观、人生
观和价值观的青少年产生不良影响。每位粉丝都
要清醒认识到追星的边界，应从明星身上获得成
长进步的正能量，而不是被“饭圈”内外的人牵着
鼻子走，成为抹黑或诋毁他人的工具。相关部门
应引导“饭圈”良性发展，进一步加强对“饭圈”的
有效管理，使“饭圈”成为正能量聚集地。

别让“饭圈文化”
沦为“怪圈文化”
■针未尖

（具有浓郁民族风格的彝绣作品）


